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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学术界和科研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础学科

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新兴学科解决了社会中的新问题和需求，交叉学

科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创新。这三个学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人类知识和科

技的进步。审视我国当前高校学科建设的问题，学科融合发展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

新要求和应对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挑战。该研究将从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和交叉学科的概念、融合发展、建设的方法和保障措施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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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disciplines, emerging disciplin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cademia and research. Basic discipline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disciplines, emerging disciplines solve new problems and needs in socie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between disciplines. These three
discipline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jointly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Examining the current issue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spond to challenge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concep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f
strengthening basic disciplines, emerging disciplin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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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知识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展。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学科体系也在不断演化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逐渐成为了

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热门话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

安排、一体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

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

科。近年来，多个高校加快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布局和建设，

加强新兴交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

不断取得新突破[1]。

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是推动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基础学科是科学研究

的基石，新兴学科是应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沿力量，交叉学

科则是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桥梁。加强这三个方面

的建设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推进跨学科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2-3]。

2 学科含义

2.1 基础学科的含义

基础学科是指对某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

研究的学科。它是学科体系的骨干，是其他学科发展的基础

和支撑。基础学科注重对知识的深入挖掘和理论的建立，是

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4]。

以生物学为例，它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生物

科学专注于揭示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构造、

运作机制和演化路径，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该学科致力

于深入掌握生命活动的规律，并运用这些知识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为农学、制造业和医疗卫生等行业提供实际解决方案。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aw5ASB4r1HtzuubGvr2GFw_IYNbQ2wb12dXIwiEAalwPNkPy-5OpTQwJ9iqDE8r&wd=&eqid=92ae05eb00f46a530000000667413c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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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实践性较弱。它强调对学

科内部的知识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

环节。同时，基础学科的发展也为新兴学科的出现提供了理

论和方法的支持。

2.2 新兴学科的含义

新兴学科是指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下，随着新

的问题和需求的出现而兴起的学科。它是对现有学科的补充

和拓展，是为了解决当代社会中的新问题而产生的[5]。

以数据科学为例，它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数

据科学研究如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并

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科学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新兴学科的特点是前沿性强、应用性强。它关注的是解

决实际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新兴

学科的兴起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3 交叉学科的含义

交叉学科是指两个或更多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和融合形

成的新学科。它是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解决复杂问题和推动学科创新的重要途径[6]。

以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例，它是生物学、医学和工程学等

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如何运用工程学

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医学和生物学中的问题，如开发新型医疗

器械和药物，设计生物医学影像系统等。通过交叉学科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学为医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

又如生态经济学，它是经济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交

叉领域。它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环境和生态问题，以推动

可持续发展。例如，生态经济学可以研究生态系统的价值、

环境政策的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型。

交叉学科的特点是综合性强、创新性强。它不仅整合了

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还培养了具备跨学科思维和综合能

力的人才。交叉学科的兴起对于推动学科交流和创新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3 建设方法

3.1 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

在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注重培养创新思维

和科研能力。基础学科是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

它们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首先要加强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提高

基础学科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投

入，提高基础学科研究的经费和人才支持[7]。此外，还要加

强基础学科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提高他

们对基础学科的兴趣和热爱。

3.2 注重前沿技术和重大需求的研究

在新兴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注重前沿技术和重大需

求的研究。新兴学科是应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沿力量，它们

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要

加强新兴学科建设，首先要抓住科技创新的热点和前沿，加

大对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同时，要关注重大需求，将科

技创新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此

外，还要加强对新兴学科的培养和引进人才，提高他们的科

研能力和创新能力[8]。

3.3 注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在交叉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注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和融合。交叉学科是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桥梁，它

们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科间的合作和创新[9]。要加强交

叉学科建设，首先要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学科间

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同时，要加强对交叉学科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10]。此外，还要加强

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应用，推动学科间的合作创新，促进学科

间的融合发展。

4 保障措施

4.1 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瞻性、战略

性、系统性布局

要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瞻性、战略性、

系统性布局[11]。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创新的首要环节，它为

科技领域的高楼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坚守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的原则，平衡目标驱动的研究与自由探索的关系，

将国际科研趋势与国内战略需求及社会发展目标相融合，整

合科学发展中的前沿议题和实际应用中的理论挑战，以提炼

基础研究的核心议题。同时，我们需紧跟科技发展脉络和国

家战略需求，加大对基础研究重点项目的论证和筛选，重视

科学家的专业意见，以掌握主动权[12]。此外，要增强国家在

战略科技领域的能力，系统性地推进战略性基础研究、前瞻

性基础研究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重视国家实验

室的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的组织功能、顶尖研究型大学

的主导作用以及科技领军企业在问题提出、解决和评估中的

关键角色[13]。最后，要调整和优化基础学科的发展结构，扶

持关键学科、新兴学科、非主流学科和弱势学科的发展，促

进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和多学科整合，建立一个全方位、平衡

发展的优质学科体系[14]。

4.2 深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体制机制

改革

随着全球科学的发展，我们步入了一个以大型科学项目

为特征的新时代，其中基础学科、新兴领域和跨学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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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提升，制度和政策对于基础研究的产出起到了越来越

关键的作用。迫切需要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机制进行深

入的改革，以充分发挥制度和政策在价值创造和战略指导方

面的作用。财政上，应持续加大对这些学科的支持，并通过

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同时促进社会资本

通过科学基金和捐赠等方式参与科研投入，提高国家科研基

金的使用效率，并构建一个结合竞争性与稳定性支持的科研

投入体系[15-16]。在国家科技计划中，需要改进对基础学科的

支持体系，优化项目的组织、申请、评审和决策流程，实施

分类管理和国际评审，推动针对关键科学问题的合作，并鼓

励自主探索和创新性研究。同时，要平衡国家主导的科研体

系与市场机制，建立适应长周期研究的评估、激励和成果转

化机制，以及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持续支持创新基地、团

队和研究方向，培育成为创新的发源地和学科发展的先锋。

4.3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

我们必须合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并

战略性地建立基础学科研究的核心中心。同时，要预先构建

创新的科研信息化基础设施，以打造强大的基础研究网络架

构。在科技基础设施的规划上，要注重前瞻性、战略性和应

用性，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监管，并优化设施的全周期管理，

以提高其开放性和运作效能[12]。此外，要积极推动科技设备、

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的国产化进程，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提高国产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替代能力，

目标是利用国内自主研发的平台和设备，独立解决关键的基

础科研问题[17]。

4.4 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

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最终，这一切都

依赖于顶尖人才的培养。我们需要投入资源构建一个综合性、

高级别的平台，以培育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

究人才。增强对这些领域人才的培养计划，培育战略性科学

家，激励年轻科研人员承担关键角色，扩大科技领导者和创

新团队的规模。改进对这些学科研究人才的评价体系，提供

长期的支持机制，确保科技领导者有更多的资源和决策权，

以适应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18]。同时，强化科研诚信和学

术风气，鼓励科研人员保持专注和耐心。坚持自主培养研究

人才，实施针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英才计划，强化基础学科

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利用“双一流”大学的力量，培养国家

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确保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研

究的人才储备源源不断[19-20]。

4.5 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

面对全球性的发展挑战，国际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变得

空前重要。应建立跨国基础研究的合作网络，并创立国际性

科研资助机制，同时扩大国家科研计划的国际合作范围，特

别是在气候变化、能源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太空探索等

全球性议题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协作[21]。积极参与全

球科技治理的规划与实施，加入或建立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并鼓励国内学术机构与国际伙伴的交流合作。同时，致力于

促进国际科技领域的开放性、互信与合作精神，通过重大的

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为全球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保障国家科技安全和利益[22]。

5 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和建

设研究的意义

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和建设

研究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推进跨学科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注重基础学科的培养和发展，抓住新

兴学科的热点和需求，加强交叉学科的交流与合作[23]。只有

加强这三个方面的融合发展和建设，才能够满足社会对高质

量人才的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才能为国家的科

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我们

应该加大对这些学科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学科建设，培养更

多的高质量人才[24]。

6 结论

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学术界和科研领域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础学科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

和方法的支持，新兴学科解决了社会中的新问题和需求，交

叉学科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创新[25]。这三个学科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人类知识和科技的进步[21]。

在当前时期，我们正目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推进，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正日益成为常态。强

化跨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不仅对于解决紧迫的现实问

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高等教育机构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们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协同创新能力，消除学科间的障碍，

培养和提升交叉学科的质量；通过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和

创建多样化的学科交流平台，实现跨学科人才和资源的有效

整合与流动；构建一个多学科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学科体

系，促进核心学科与辅助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同时，高

校还需调和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优

化学科结构，确保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

科、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综合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协调

发展，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注入新的动力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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